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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浮游动物是水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淡水中常见的浮游动物包括原生动物、

轮虫、枝角类、桡足类等。本文以湖库浮游动物为例，介绍了内陆水体浮游动物的采集、

浓缩、固定、保存和鉴定等工作流程，可用于浮游动物群落的定量分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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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与试剂 

1. 4#自封袋包 

2. 波恩试剂 

 

仪器设备 

1. 250 ml 样品收集瓶 

2. 5 L 样品收集瓶 

3. 60 ml 样品保存瓶 

4. 洗瓶 

5. 采水器 (5 L)  

6. 25#浮游生物网 (孔径 64 μm)  

7. 25#小型过滤装置 (孔径 64 μm 过滤装置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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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倒置显微镜  

9. 解剖镜 

10. 计数框 (0.1 ml, 1 ml)  

11. 移液枪 (0.2 ml, 1 ml)  

12. 计数器 

13. 解剖针 

 

实验步骤 

1. 采样前准备 

1.1 采样站位设置 

根据研究目的选定合适的采样站位，水深小于 3 m时比较难以形成热分层现象，

可采集表层 (0.5 m) 水体样品。水深为 3–10 m 时，分别采集表层 (0.5 m) 和

底层水体 (沉积物表层向上 1–2 m)。水深大于 10 m 时，根据现场检测的水温和

溶解氧垂直剖面分布特征来决定，一般采集至少 3 个水层的样品，包括表层 (0.5 

m)、温跃层或氧跃层的水层、温跃层或氧跃层之下 (湖下层，但是沉积物表层向

上 2 m)。 

1.2 采样用品准备 

准备 5 L 采水器 2 个、水泵套装 1 套 (附带 25 L 大桶，进行水样定量) ，用于

水样采集；25#浮游生物网 2 个，250 ml 样品收集瓶，用于过滤富集

枝角类、桡足类浮游动物；5 L 样品收集瓶，用于采集原生动物、轮虫样品。 

配制波恩试剂 (1500 ml 饱合苦味酸、660 ml 甲醛、139 ml 冰乙酸)。 

配制鲁哥试剂 (20 g 碘化钾、10 g 碘、20 ml 冰醋酸，定容至 200 ml)。 

1.3 采样前检查 

采样前，检查采水器是否完好，如底部出水口有无堵住、挂耳是否松动等。抽水

水泵套装是否齐全，如水管接头、电线磨损、有刻度的牵引绳、电池电量；25 

L 大桶是否有标记 20 L 刻度线。25#浮游生物网是否完好，如接口是否开裂、有

无破洞、开关是否灵活。样品瓶提前写上样品编号，并标注采样时间、采样人。 

2. 浮游动物采集与固定 

2.1 原生动物和轮虫定量样品采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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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生动物和轮虫个体较小、丰度较高，可用 5 L 采水器或水泵直接采集水样。现

场收集 5 L 水样作为原生动物和轮虫样品，马上用鲁哥试剂固定样品。如果水体

富营养化较严重、原生动物和轮虫密度较高，可以适当减少采水量；如果水体中

原生动物和轮虫密度较低，则适当增加采水量。 

2.2 枝角类和桡足类定量样品采集 

1) 定量：用 5 L 采水器或水泵采集水样。用水泵采样，需要用 25 L 大桶进行

定量。枝角类和桡足类个体较大、丰度较低，通常在水库中我们每份样品采

集 60 L 水样进行过滤作为枝角类和桡足类样品。如果水体富营养化较严重、

枝角类和桡足类密度较高可以适当减少采水量；如果水体中枝角类和桡足

类密度较低，则适当增加采水量。 

2) 过滤：将 60 L 水样经 25#浮游生物网进行过滤，将枝角类和桡足类浓缩收

集到浮游生物网内。 

3) 收集：将过滤富集的枝角类和桡足类样品全部转移到 250 ml 样品瓶内。 

4) 洗网：利用过滤后的水样冲洗浮游生物网 3 次，将残存的枝角类和桡足类

一并收集到收集瓶内，用于后期枝角类和桡足类定量分析。 

2.3 浮游动物定性样品采集 

用 25#浮游生物网在透明度 3 倍以内的水深进行多次拖网，将浮游动物样品收

集到 250 ml 收集瓶中，标明定性样品、采集时间、地点、采集人、样品编号。 

2.4 样品固定 

采样结束后，立即现场往 250 ml 收集瓶中加入波恩试剂固定枝角类和桡足类样

品，固定剂最终浓度为 5%。向 5 L 收集瓶中加入鲁哥试剂固定原生动物和轮虫

样品，最终固定剂浓度为 1.5%。 

 

3. 浮游动物浓缩与保存 

3.1 原生动物和轮虫样品再浓缩 

1)  将 5 L 收集瓶样品静置沉淀 48 h 以上，用虹吸管慢慢吸去上清液。 

2)  虹吸时的流速和流量要缓和，沉淀和虹吸过程不可摇动，如搅动了底部应重

新沉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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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)  吸至澄清液的 1/3 时，应逐渐减缓流速 (或转移到 500 ml 样品瓶中，再静

置 48 h 以上重新浓缩)，最后浓缩的水样 (包含沉淀物) 约 20-25 ml，放入

样品保存瓶 (60 ml) 中。 

4)  最后，用吸出的少量上清液冲洗沉淀器 3 次，一并倒入样品保存瓶中，定容

到 30 ml。如样品的水量超过 30 ml，可再静置 24 h 后再吸去多余水量 (上

清液)。 

3.2 枝角类和桡足类样品再浓缩 

利用 15 ml 离心管制作的 64 μm 过滤器进行枝角类和桡足类的进一步浓缩。 

1) 将 250 ml 收集瓶内固定的枝角类和桡足类样品倒入过滤器、并冲洗 3 次样

品收集瓶。 

2) 离心管开口处伸入样品保存瓶 (60 ml) 中，用洗瓶冲洗过滤网。 

3) 洗瓶重复清洗 3 次过滤网，清洗过程中持续旋转过滤网，确保将所有枝角

类和桡足类虫体冲洗进样品保存瓶。 

4) 再次核查编号，往样品保存瓶中加入波恩试剂，固定保存，最终浓度为 5%。 

3.3  浮游动物样品保存 

1) 把样品保存瓶 (60 ml) 盖子盖好后，装入 4#自封袋，密封、编号。 

2) 按采样编号顺序放入保鲜盒中。 

3) 将保鲜盒依次放入整理箱中。 

4) 将整理箱按顺序放到样品架上。 

5) 制作一份样品表，包括样品编号、采样时间、采样地点、经纬度、采样水深、

水体类型、样品名称、存放位置、记录人、核查人等信息。 

 

4. 浮游动物鉴定与计数 

4.1 浮游动物鉴定 

1) 准备好显微镜、解剖镜、计数器、解剖针、移液枪 (配置 0.2 ml 枪头或 1 

ml 枪头，预先剪去尖端扩大枪口) 和计数框 (0.1 ml 和 1 ml)。 

2) 参考浮游动物分类资料进行物种鉴定，要求尽可能鉴定到种或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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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) 优势种和常见种须鉴定到种，对于难于鉴定的物种需要在解剖镜或倒

显微镜下借助解剖针做进一步鉴定，并对关键形态特征进行拍照，向同行专

家交流请教。 

4.2 浮游动物计数 

将定容好的样品进行浮游动物计数，实验记录本应记录采样编号、采样体积、

定容体积、计数体积。 

1) 充分摇匀容后的样品，用 1 ml 移液枪吸取 1 ml 枝角类和桡足类样品至 1 

ml 计数框中。用 0.2 ml 移液枪吸取 0.1 ml 原生动物和轮虫样品至 0.1 

ml 计数框中。 

2) 在显微镜或解剖境下观察样品，进行种类鉴定并计数、记录；通常每份样品

至少鉴定 300 个个体，以保证群落数据分析的质量。 

3) 单位水体体积浮游动物的数量按下式计算 

𝑁𝑁 =
𝑉𝑉𝑉𝑉 ⋅ 𝑛𝑛
𝑉𝑉 ⋅ 𝑉𝑉𝑜𝑜

 

公式中: 

     N 表示 1 L 水样中浮游动物的数量 (个/L)  

     V 表示采样的体积 (L)  

     VS 表示样品浓缩后的体积 (ml)  

     VO表示计数样品体积 (ml)  

n 表示显微计数所获得的个体数(个) 

4.3 浮游动物生物量计算 

采用体积法，每个浮游动物可近似当作一个几何立体图形，按求体积公式估算

获得生物体积，并假定浮游动物的密度为 1 g/cm3，计算浮游动物的生物量。求

体积公式参考章宗涉和黄祥飞 (1991)，测量相应种类 30 个个体的长、宽和高的

数据，代入公式得到湿重生物量。 

 

5. 数据统计与核查 

对每一份样品的浮游动物数据进行整理，制作物种丰度、生物量数据表，

并请实验室人员对整理的数据进行核对，如发现 疑 问 需 立 即 对 浮 游 动 物

样品进行重新鉴定、计数和处理。将确认无误后的数据形成最终表格、并打印保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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